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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

《湟中水利志》几经寒暑，于世纪之初完成，这是湟中水

利史上的大事和好事，谨此表示祝贺。

水是生命的源泉，宝贵的资源。水同人类生活、生产息息

相关，同社会兴衰、政权存亡紧密相连，古今中外为政者，无

不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，强国富民的大事来抓。

湟中县位于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过度地带，境内山峦重

叠，沟壑纵横，高寒干旱，水土流失，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

水利建设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。

据李家山“卡约文化”的发掘，早在战国时期，湟中属

“羌戎之地”，先民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。公元前61

年，西汉后将军赵充国屯兵湟中，在今多巴地区开始兴修水

利，引湟水灌溉两岸农田，开始了湟中水利建设和灌溉农业。

至唐朝，随着“丝绸之路”的开通和文成公主的进藏，中原农

耕技术不断传人河湟，湟中农业不断发展，部分少数民族亦从

游牧转为农耕，史称“自从贵妇和亲后，一半胡风似汉家”，

自此奠定了湟中以农为主的大县。以后随着朝代的兴衰，水利

事业也时兴时废。但由于受社会制度、经济条件、科学技术的

制约，水利工程简陋，进展缓慢，效益低下，致使湟中人民长

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。

建国后，湟中县水利事业逐步发展。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

中全会以来，党和政府把水利当作是农业的命脉，经济基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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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业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湟中县水利建设的队伍从无到

有，不断壮大；国家给湟中县的水利投资由少到多，逐年增

加；湟中县人民饱受干旱煎熬，治水积极性很高。中共湟中县

委、县政府更把农田水利建设作为发展农业生产、振兴湟中经

济的龙头给予高度重视，并把水利建设的接力棒一届一届的传

下来，发动和组织各族群众发扬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的精神，

本着先易后难，由近及远，讲求实效的原则，合理开发，团结

治水，科学管理，大搞引水、蓄水、提灌、打井、水土保持、

平整土地、坡改梯田、防汛抗旱、人畜饮水等农田水利基本建

设，建成九个万亩以上灌区，初步建成水利工程网络和灌溉管

理体系，使全县四分之一的耕地建成了高产稳产、旱涝保收农

田；使48．6％的水土流失面积得到初步综合治理；使197个

村，19．08万人和13．77万头(只)‘牲畜饮水困难得到较好

解决；至2003年底，全县投资7573．53万元(含群众集资)

较好的解决了18个乡镇，351个村，29．49万人和21．27万

头(只)牲畜的饮水问题。湟中县的自然面貌和生产条件得到

根本的改变，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，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，

经济、社会、生态效益明显。同时锻练成长了一支素质较高、

技术过硬、设备齐全、能征惯战的390多名水利测量、规划、

设计、施工、管理、执法队伍，为湟中农业发展作出了贡献，

也为湟中水利争得了荣誉。这一千秋伟业，应归功于党的正确

领导，全县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和水利技术人员的辛勤劳

动。 一 ：

《湟中水利志》较为系统的记述了古今治水情况，提供了

治水起伏过程中的经验教训，使人得到不少教益，体现了新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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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的要求和目的。它的成书，必将推动湟中水利更上一层楼。

现在正是中央实施开发大西北战略有利时机，工农业生产的发

展，人口的增加，经济的繁荣都离不开水，希望水利部门紧紧

把握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历史机遇，发扬与时俱进的时代精

神，从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出发，发扬成绩，开拓进取，科

学开发，依法治水，保护水源，节约用水，狠抓水利基础产业

建设，加快治理水土流失步伐，再造湟中秀美山Jll，创造良好

的生态和开发环境，促进湟中经济大发展，人民生活水平大提

高。

吴解勋

二O O三年十二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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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 例

一、《湟中水利志》是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

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

主义观点，坚持实事求是原则，事必有本，言必有据，去伪存

真，去虚取实，内容翔实，准确反映史实，力求达到思想性、

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。

二、本志遵循《江河水利志编写工作试行规定》的要求编

写，本着“统合古今”、“详今略古”、“古为今用”、“求实存

真”的原则，全面地记述湟中水利事业的发展过程和成就；充

分反映湟中水利建设的特点和经验，重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立后，使本志具有鲜明的专业性、地方性和时代性。

三、本志体裁以志为主，辅以述、记、传、图、表、录和

照片、图片等。志的篇目采用横排门类，纵述始末的方法，设

章、节二级，以下层次序号“一”、“(一)”、“1”、“(1)”。志

前设概述，以概述领志，概述基本上按史体编写，既是全志缩

影，又反映水利事业的发展规律，并略加评议；传、录置于

志；图、表插于有关文字适当位置；书末置大事记，大事记为

全志之经，采用编年体、辅以纪事本末体，列记大事、要事和

新事，纵贯古今，以彰明湟中水利发展的脉络。

四、本志除引文外，一律使用规范的语体文和记述文。尽

力做到文风简洁、明快、严谨、朴实，言简意赅，文约事丰，，

述而不论，寓褒贬于事物之中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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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本志上限不定，根据史籍资料，追溯到湟中水利之发

端；下限一般断至2000年，重大水利事件记述至出版之日。

六、本志资料主要来自历史文献、旧志、各类档案和各单

位提供的资料，经过考证，鉴别人志。无历史记载或记载不全

的使用经调查核实的资料和口碑资料。

七、本志纪年，1949年前沿用历史年号，括注公元纪年。

清代以前史纪年用汉字，年、月、日用夏历；民国年代用阿拉

伯数字，年、月、日为公历o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

用公元纪年。公元前及公元1000年以内的公元纪年冠以“公

元前”或“公元”字样，公元1000年以后者不加。

书中凡称“建国前”、“建国后”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

前或成立之后的简称。

八、本志计量单位以1984年2月27日国务院颁发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的规定》为准，其中千克、千米、

平方千米仍采用现行报刊通用的公斤、公里、平方公里，在叙

述文字中写汉文名称全称。历史上使用的1日计量单位则照实记

载。

九、本志中机关名称初出现时用全称，再次出现时用简

称；人名不冠褒贬词，地名以《湟中县地名志》为准o’

十、本志遵循“生不立传”的原则，建国后领导和参加湟

中水利建设的人员采用名录和以事系人的方式加以记述。对

省、部级先进人物予以简介。

十一、本志区域范围以现行湟中县行政区划为准。中华人

民共和国成立后湟中县基层行政建置，1958—1983年间以公

社、大队称，此时前后均以乡、村建制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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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湟中县位于青海省东部农业区湟水流域中上游，东临西宁

市和平安县，南接化隆县和贵德县，西连湟源县和海晏县，北与

大通县接壤。地理座标为东经101009’32Ⅳ一101054’50"，北纬360

13’33”一37003’1吵。南北长91公里，东西宽68公里。北有娘娘

山，南有拉脊山，湟水自西向东横贯中部，地势南、西、北三面高

而东部低。田家寨乡谢家村为最低点，海拔2255米，群加乡境

内的果石摘为最高点，海拔4488米。境内山峦起伏，河谷纵横，

土壤肥沃，农业发达。总面积2700平方公里，其中高山地带占

12．4％，中山地带(脑山)占50．6％，低山地带(浅山)占26．8％，

河谷地带(Jfl水)占10．2％，山区面积占总面积的89％o自然植

被差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水土流失面积1860．1平方公里，占全县总

面积的68．88％，年土壤侵蚀模数在1000—5000吨／平方公里，年

输沙总量为318．92万吨。

’湟中处于青藏高原凉温半干旱气候区，日照时间长，光能资

源丰富，气候垂直差异明显，昼夜温差也很大，最低气温一

31．7℃，最高气温33．4℃，年平均气温0—5。C，气温变化强烈，属

长冬无夏、春秋相连的气候特征。作物生长期为85．222天，光

热资源基本能满足春小麦、蚕豆、豌豆、青稞、马铃薯、油菜等一

季农作物的生长需要。山脉形成典型的马蹄形环抱，对东南季

风挟带的潮湿气流有阻挡抬升作用，年降雨量在350．650毫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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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，大于邻近农业县。但降水时空分布不均，需水的地区缺

水，需水的季节水缺。风向以西南风为主，其次是东北风，年均

风速2．1米每秒，春季风力最大，l一4月平均2．5米每秒，最大

八级。全县主要河流有15条(含过境湟水)，除群加河自成水系

向南注入黄河外，其余均属湟水水系，向湟水辐集。境内河流总

长331．25公里，多年平均流量23．06立方米每秒，多年平均径流

量7．29亿立方米，其中自产地表水资源4．2亿立方米。自然灾

害以春旱、冰雹、霜冻及秋季阴雨低温为主，少数年份出现小流

域洪灾，川水和浅山地区间有夏末秋初的干热风和冬、春、夏连

旱现象，每年农业生产都不同程度的因遭灾而减产。

湟中历史悠久，距今四千多年前，就有人类活动。李家山乡

卡约村古文化遗址的发掘，说明在青铜器时期，古代先民就在这

里繁衍生息。我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的羌族，是迄今所知最早

活动在湟中地区的民族。据古籍记载，战国初期羌人首领即与

中原接触、联系，吸收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畜牧技术，农牧业

有了一定的发展。

秦汉以前，湟中属“羌戎之地”o汉武帝时，汉军进据湟水流

域，在今西宁设西平亭，湟中从此列入中央政权版图。此后，汉

在今湟源县设临羌县，归金城郡辖，湟中属临羌县。大约在魏晋

时期，临羌县移治今湟中多巴。隋朝时期，湟中属今乐都县地的

湟水县辖。唐末宋初，湟中被吐蕃占领。元时，湟中县为蒙古章

吉驸马封地。明时属西宁卫。清时属西宁县。明朝以后，汉族、

回族大量移居境内，逐步形成以汉族为主，汉、回、藏等民族共居

的地区o 1943年冬，西宁县治迁至鲁沙尔，1946年始称湟中县，

并沿用至今。在历史文献中，“湟中”一词泛指湟水流域，自此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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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特定含义。新中国建立后，湟中一直为省直属县，1960年1月

一1961年7月属西宁市，1961年8月复为省直属县，1979年归

海东地区管辖，1999年12月划归西宁市管辖。

建国后，湟中县的辖区和行政区划屡经变动。较大的变动

有两次，一次是1956年将后子河、三其、水磨等17个完整乡和

12个不完整乡划归西宁市；一次是1978年将平安、小峡等7个

公社划出成立平安县。至2000年，湟中县有鲁沙尔、多巴两个

镇、24个乡(其中有3个回族乡，2个藏族乡)，共418个行政村、

10．64万户、45．5万人。县城所在地鲁沙尔，国家文物保护单

位、青海著名旅游景点塔尔寺就在鲁沙尔境内。

据史料记载，西汉神爵元年(公元前61年)，后将军赵充国

在湟水流域屯田，“整修沟渠，引水灌溉”，开始了湟中的水利建

设和农田灌溉工程，地点在当时临羌(4-多巴地区)。东汉光武

帝建武十一年(公元前35年)，陇西太守马援受权处理羌人事

务，奏请朝廷在湟中设置长吏，修建城廓，建筑坞堠，开凿水渠，

劝民耕地，全郡人民得以安居乐业。宋重和元年(1118年)，将

军何灌引邈川水(今湟水)灌溉湟川闲田上千顷，湟人号称“广利

渠”o此后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朝代的变更，水利建设时兴时衰。

据《西宁府新志》记载，至清乾隆十二年(1747年)，湟中县已有

水渠80条，总长578．5里，灌溉农田4．4万多亩，主要分布在西

川、大南川、小南川一带。民国期间，水利建设亦有发展，至

1949年，全县共有干渠22条，控制农田灌溉面积达到10．8万

亩，但这些引水工程十分简陋，水源没有保障，管理粗放，不能安

全运行和适时灌溉，粮食产量仍然低而不稳。人民生活十分贫

困。 ，

_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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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国后，中共湟中县委、县政府一贯重视农田水利建设，努

力改善水利条件，农业生产有较大的发展o

1949年9月，湟中县人民政府成立，下设建设科，水利归建

设科管辖。

1949。1957年，湟中人民响应党的号召，整修22条旧渠道，

期间，国家投资50．04万元，修建了拦隆渠，新建了元山尔和香

沟二座小(二)型水库，总库容50万立方米，设计灌溉面积5500

亩，不但使旧渠道得到有效利用，而且开始了蓄水灌溉工程o

1958年，在“大跃进”的年代里，湟中县委组织全县十万名

劳力，“苦战六昼夜”，宣布“全县一举实现水利化”，“水浇地达到

74万亩”，实际上只完成了班沙尔和黄茨滩二座小(二)型水库，

扩大水地2000亩，其它在山坡上挖的渠道都无法利用。在这时

期，坝沟、丰台沟大队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，率先开展水土保持

工作，并取得成绩，对推动全县、全省的水土保持工作发挥了积

极的作用，受到国务院和省人民委员会的嘉奖o

1959。1962年，受“浮夸风”、“共产风”左倾错误的影响，高

指标，瞎指挥，缺乏认真的调查研究，脱离实际，违背科学，加之

自然灾害，造成国民经济严重衰退，水利和水土保持工作跌入低

谷。

1963。1969年，水利工作先后归农牧科和县生产指挥部管

辖。前期，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生产复苏，水利和水土保持

工作也在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中重新开展。期间，将

原来的民营渠国寺营渠、团结渠进行了改造，并建立了国营水管

所，从此湟中县才开始有了旱涝保收、高产稳产农田。水土保持

采取专业队长年治理和群众秋后突击相结合的方法，开展造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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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修水平梯田。后期，文化大革命开始，党政机关因“文革”

而瘫痪，工程建设和管理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冲击而陷入混乱。

水利工程主要修建了大石门水库和盘道渠，但因当时人们的精

力主要用于“抓革命”，所以大石门水库、盘道渠没有很好的配

套，效益不佳，水土保持基本处于停顿状态。
‘

1970—1980年，在中央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指引下，湟中县成

立水电局，水利和水土保持摆脱从属地位，归水电局管辖。湟中

人民排除“左”的干扰，认真贯彻执行“大寨精神，小型为主，全面

配套，狠抓管理，更好地为农业增产服务”的水利方针，掀起了农

田水利建设的新高潮。国家投资4318．93万元，平均每年投资

431．8万元，修建的主要工程有大南川中型水库二-座，库容1320

万立方米，还有云谷川、小南川、胜利三座小(一)型水库，总库容

1404万立方米。修石东、莫家沟等／J,(--)型水库21座j总库容

262．5万立方米。建李九、东湾等电灌站26座，打机井86眼，有

效灌溉面积增加了7．64万亩，保灌面积增加了6．47万亩。在

建设“大寨县”的推动下，农田基本建设开创了新局面，一个以川

水搞园田化为主，浅山修水平梯田的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在全

县铺开，每年以1．5～2万亩的速度递增。与此同时，水土保持

和人畜饮水工作也顺利开展，并取得成效o

1981—2000年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，全县人

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，坚持改革开放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

心，各行各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新景象，水利投资渠

道拓宽，水利工程范围扩大。湟中水利建设转轨变型，以提高标

准，充分发挥效益为主要任务，一是对拦隆口和西堡民营渠道进

行改建，并把改建后的引水工程收归国营管理；二是云谷川、小

‘l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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